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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晶雪花

2月 16日，对中国冰雪运动来说，是

个值得纪念的日子，20年前的这一天，

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在 2002 年盐湖城

冬奥会上，为中国队夺得冬奥会历史上

首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

的突破”。

从20年前的首金，到2月 16日夺得

单届冬奥会第 7枚金牌，中国冰雪不断

刷新历史。20年前，杨扬站上最高领奖

台。20 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冬季奥运

会，并且在多个项目中取得耀眼成绩。

这20年，中国体育不断发展、突破，大踏

步向前。

2月 16日，记者见到了为中国队摘

下冬奥会首金的功勋人物——杨扬。“时

光匆匆而过，回望过往的 20年，有太多

场比赛历历在目，无数个瞬间直抵人

心。”杨扬感慨地说，“20年前的今天，我

有幸为祖国赢得第一枚冬奥会金牌。20

年后，冬奥会在家门口举行，运动员们正

用他们高超的技艺、完美的表现、顽强的

拼搏，以及赛后热情的拥抱、彼此的祝贺

与鼓励，震撼世界、鼓舞世界、感动世

界。”“年轻的一代，比我们那时候更自

信、更洒脱、更渴望表达。国家的发展让

他们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和

吸收着不同的文化，他们更渴望与世界

对话、渴望向世界展示自己，而冬奥会给

了他们这个机会。当然，这里不仅是运

动员，还有那些志愿者们，远远地挥着

手、热情洋溢地用各种语言欢迎来自世

界各地的友人。面对微笑与自信的年轻

面孔，谁的心能不被融化呢？”杨扬自豪

地说道。

在传承中书写新篇章
——访中国冬奥会首金获得者杨扬

本报特派记者 张政

本报张家口 2 月 16 日讯

（特派记者刘勃 张宽）20 年前

的今天，杨扬为中国取得冬奥会

金牌“零的突破”；20 年后的今天，

吉林省运动员齐广璞在北京冬奥会

上为中国代表团锦上添花，夺得第 7 枚

金牌。

今晚，张家口赛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结束男子决赛争夺，齐广璞以129分夺得金牌。

决赛第一轮第一跳，齐广璞以125.22分排名第三，

队友贾宗洋以123.45分排名第五。第二跳，齐广璞

得到114.48分，贾宗洋因出现失误得到88.69分，俄罗

斯奥委会队选手伊利亚·布罗夫得到129.50分，升至第

一。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有5位选手都选择了5.0的

难度，齐广璞最后一跳，滑行、腾空、翻转、落地，一切无懈可

击，得到129分，最终获得金牌。至此，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

会上已收获7金4银2铜。

“冠军，冠军！”当齐广璞最后一跳的分数出来的时候，

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房间内沸腾了，齐广璞在长春

队的教练和队友都为他的完美一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位

吉林选手终于为祖国拿下一枚奥运金牌！

生于1990年的齐广璞，4岁便开始练习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10岁入选长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23岁那

年，齐广璞一鸣惊人，在自由式滑雪世锦赛上，他完成了难

度系数5.0的动作，冠绝赛场。这些年，齐广璞拿到的奖项

不胜枚举，世界杯冠军、世锦赛冠军各得两次，但是此前3

次参加冬奥会，都无缘奖牌。这一次，齐广璞再次通过难

度系数5.0的动作，笑傲赛场，圆梦冬奥。

齐广璞的预赛成绩并不突出，但是他的长春队队友李

天马却信心十足，他说：“齐广璞预赛那跳是正常训练水

平，分数没拿到第一，是因为没有拿出最高难度动作，很明

显他把最难、最好的一跳留到最后，把冠军水平发挥出

来。齐广璞一直坚持到现在，太不容易了，这枚金牌是对

他最好的回馈。”

“这次广璞凭着自身顽强坚定的意志拿到金牌，为长春

争了光，为吉林省争了光，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把自由

式滑雪这个项目发扬光大和传承下去的决心！”长春市体育

局副局长贺勇赛后兴奋地说道。

齐广璞这次夺金，也给众多从事冰雪运动的青少年树

立了好榜样，他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学习。齐广

璞曾经的队友、长春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教练王爽说：

“这个冠军拿得太不容易了，之前我也说过，冬奥欠他一枚金

牌，今天他做到了！我特别为他骄傲，他也为小队员们做出

了好榜样。”

齐广璞精彩一跳力压群雄

教练队友齐说：太不易了
本报记者 邹鹏亮 罗天初 曲镜浔 付林楠

决赛中的最后一跳，我省老将齐

广璞站在助滑道上，静静地等待着出

发的信号。现场的所有人把目光都集

中在他一人的身上。滑行、腾空、翻

转、落地，一切无懈可击，等所有选手

跳完后，“齐广璞获得冠军！”现场主持

人高声呼喊。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之

巅，老将齐广璞一扫混合团体赛失金的

阴霾，他兑现了之前的承若，时隔6天让

奖牌从银到金完成颜色变换。这位老

将的惊世一跳，终于圆梦北京冬奥会。

身披国旗、手中高举“金墩墩”，齐广璞站

在冬奥会最高领奖台上，面带笑容，释放

了这些年所付出的艰辛与压力。

“自由、刺激、无拘无束”——齐广

璞用这三个关键词形容空中技巧的转

体飞翔动作。带着这种感觉，他从热血

少年一路成长为中国队的王牌。踏上

赛场十多年，齐广璞此前已经集齐了自

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世锦赛冠军、世

界杯冠军，距离“大满贯”只剩一块奥运

会金牌。4年一度的比赛，这无疑也是

最难的一块。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从

未松懈。对于动作难度的不断追求，是

齐广璞最喜欢做的事。特别是在2013

年世锦赛上，他秀出难度系数高达5.0

的“天际动作”，以138分的高分笑傲群

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该难度的

选手。

成熟淡定的齐广璞从平昌到北京

的4年坚守，付出了很多。平昌冬奥会

后，他调整一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完成

了研究生学业。2019年3月，他和妻子

赵姗姗的宝宝出生。孩子满月后，他踏

上了备战冬奥会的征程。如今女儿快3

岁了，齐广璞陪伴她的时间只有两个

月，错过了女儿很多第一次。备战北京

冬奥会期间，齐广璞曾遭遇困难，有一

段时间，精神压力较大，长时间失眠，但

他都克服了。“因为有梦想，什么都不是

问题，北京冬奥会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

力。”齐广璞的这枚金牌实属来之不易，

多年来从夏季水池到冬季雪上，拼尽全

力。他对记者说：“这个项目集动作难

度、临场应变、心理调节和比赛运气等

多方面因素，是冬奥赛场偶然性最大的

项目之一，具备冠军实力并不意味着夺

得冠军。对已过而立之年的齐广璞而

言，如何克服伤病是一个挑战。“像我们

最高腾空高度能达15米左右，从空中

快速着陆阶段是最危险的。如果没有

很好地控制，会遭受很严重的伤病。”

在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

团176名运动员当中，有5名运动员是“四

朝元老”，齐广璞便是其中之一。老将的

坚守不易，每一次跳跃背后的付出都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在空中技巧队，齐广璞素

以技术动作难度高著称。这是他的优势，

也是他的负担。站在冬奥会决赛的舞台，

齐广璞坦言，“每一跳都有压力，但我从未

抹去心中对冬奥金牌的渴望，如今在家门

口参赛，我终于实现了金牌梦。”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雪上

军团的传统优势项目，2006年都灵冬奥

会，韩晓鹏摘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金

牌，成为第一位在冬奥会上夺金的中国

男选手，并为中国雪上项目收获首枚冬

奥金牌。时隔16年，齐广璞再次刷新

中国队在该项目的金牌数，这不仅是他

个人的荣耀，也是对中国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团队的付出与回报。

云 顶 之 巅 吉 林 骄 傲
——记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军齐广璞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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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奥短道速滑现场，杨扬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 摄

齐广璞在比赛中。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摄

本报北京2月16日讯（特派记者张政）在今晚进行的北京冬

奥会短道速滑比赛最后一个项目女子1500米A组决赛中，中国

选手、我省运动员韩雨桐获得第七名，韩国选手崔敏静蝉联该项

目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在竞争激烈的女子1500米比赛中，中国队

只有来自我省的韩雨桐闯入A组决赛。此前的半决赛中，韩雨

桐以小组第二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队友张楚桐、张雨婷遗憾

被淘汰，无缘决赛。

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决赛

我省选手韩雨桐名列第七

本报北京2月16日讯（特派记者张政）今晚，北京冬奥会短道

速滑比赛开始最后一天的争夺。在男子5000米接力A组决赛中，

由我省选手武大靖、孙龙和队友任子威、李文龙组成的中国短道

速滑男队，比赛中因接棒发生失误，最终获得第五名，无缘奖牌。

半决赛之后，中国队与韩国、意大利、俄罗斯奥委会和加拿

大队晋级A组决赛。决赛中，中国队排在第5道出发。任子威第

一棒出发，中国队排在最后一位。第28圈时，武大靖超过意大

利队，中国队上升到第4位。还剩16圈的时候，武大靖再次超过

身前的俄罗斯奥委会队，上升至第3位。随后意外发生，孙龙和

任子威交接棒时发生失误，中国队落到最后一位。但他们没有

放弃，一圈圈地追赶。最终中国队位列第五，未能获得奖牌。

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

中 国 队 位 列 第 五

第七金第七金第七金第七金！！！！


